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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陶瓷的发展已有一万年甚至更长的历史，陶瓷器的烧制和使用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
。
中国陶瓷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有的历史价值已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在探求和寻觅古代文明足迹的过程
中，引发并形成了中国陶瓷研究的。
热潮，其标志是更多研究领域的开拓：    除了方法的更新以外，资料的丰富和真实是推进陶瓷研究的
关键。
目前可供我们使用的陶瓷信息资源有三类，即传世文物、文献资料和出土器物或标本。
    传统的陶瓷研究依靠有限的传世文物。
但经世事沧桑，古代器皿遗存者不足百一，难窥中国陶瓷全貌。
宋元起，各种文献中有关陶瓷的内容渐多，并出现陶瓷方面的专著。
在这些文献中，记录了古代陶瓷的品种、特征、窑口、烧造等方面的情况，是非常宝贵的文字资料。
但必须看到，因缺乏大量实物资料的支持，表达往往语焉不详，后人对先贤著述的引证和诠释又难免
穿凿附会，使今天的读者迷茫失措难见真容。
    本书从钧窑的创烧与发展，钧窑系的形成及对各地的影响，都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尤其对钧台官
窑作了具体剖析，从其造型特征、烧造工艺、钧台窑的年代及性质等，都有较科学的论述，然后对历
代钧瓷造型工艺、窑变机理、理化特征及其鉴定与鉴赏，也都作了具体说明。
    本书文字简练，科学有据，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对收藏家、鉴赏家及广大钧瓷爱好者
，乃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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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青云，河南汤阴人，在河南从事文物考古40载，曾参加许多重大考古发掘，解决了宋代五大名窑中
的钧窑与汝窑窑址的历史悬案。
对中国陶窑史有深入的研究。
编著有《河南陶瓷史》、《汝窑的新发现》、《钧窑瓷的鉴定与鉴赏》等专著，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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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钧官窑是在民窑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钧窑从唐代创烧，到北宋初已渐成熟，尤以禹州神垕刘庄窑为代表。
钧瓷铜红釉的烧制成功，那五彩缤纷的美丽效果，受到了北宋宫廷的喜爱，在民间也颇受欢迎，故各
窑兑相信制。
北宋晚期宋徽宗年间。
将原禹州城里古钧台附近的民窑作坊，垄断为官方办钧窑，从些该窑完全按宫廷需要专门生产御用钧
瓷。
其烧造品种由原来碗、盘、炉、钵、瓶、壶、罐、尊等民间等民间日常生活用品改为宫廷喜爱的陈设
工艺瓷和文房四宝之类的艺术品，造型更加古朴端庄。
　　北宋钧官窑釉的主要特点是三氧化二铝含量低，而氧化硅含量高，还含有0．5～0．95％的五氧化
二磷。
北宋早期钧窑的二氧化硅与三氧化二铝之比介于11—11．4之间，五氧化二磷占0．8％。
而官钧釉的二氧化硅与三氧化二铝之比为12．5，五氧化二磷在0．5—0．6％之间。
钧釉的红色是由于还原铜的呈色作用，含铜量多少直接影口向了色釉的效果。
再加上还原气氛和窑室温度高低都有所不相同，造成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对，窑变
无双”、“千钧万变，意境无穷”等富有诗意的窑变色彩。
　　北宋官钧窑的兴盛之日，也是民钧窑的衰退之时。
一则北宋皇宫利用专权，将民窑中工艺水平最佳的禹州钧台窑垄断为官窑，并从民间挑选能工巧匠到
官办窑场从艺。
同时还垄断了优质原料，不计成本精工制作，禁止民间继续生产钧瓷，官窑产品也不许流散民间，这
些都抑制了钧窑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根据土瓷片标本分析，北宋末年，钧台窑的工艺技术已臻完善。
除少量的碗、盘等日常生活的器皿，大多是为满足宫廷需要而生产的各式花盆和与之相配套的盆奁儿
、出戟尊、奉华尊等陈设瓷。
　　器物按照宫廷的不同需要设计，仅花盆就有葵花式、莲花式、海棠式、仰钟式、渣斗式、长方形
、六角形和方形等，底部一般有5个圆形小孔，惟独六角形花盆的底部有7个圆形小孔。
各式花盆又有大小不同的10个规格，由大及小依次递减。
花盆底部都刻有一至十的汉字号码，即一号最大，十号最小。
各式花盆配有式样相同的盆奁儿(即盆托)器腹较花盆浅，平底，不留圆孔，以承接花盆中的渗水。
外底均有如意形足，三足、四足或六足不等。
盆奁和花盆一样，按照器形大小排列，底部分别刻有一至寸汉字号码，可与同型同号花盆配套。
　　出戟尊、奉华尊等属仿青铜器造型。
北京故宫博物。
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均收藏有钧窑出戟尊。
其器型口沿外撇，颈部内收，折肩鼓腹，喇叭形高圈足。
颈、腹和足部的四面出戟，显得庄重典雅。
器身为月白色和丁香紫色釉，棱边釉薄处呈浅黄色，圈足内均刷有芝麻酱色釉，并刻有汉字号码。
现存尺寸最大者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底部标号为“三”，高32.6厘米，口径26厘米，足径21厘米。
尺寸最小者底部标号为“八”，高22厘米，口径16.6厘米，足径12.5厘米。
　　钧台窑出土的各类钧瓷碎片中，花盆和盆奁几占绝大多数。
釉色既有通体天青、天蓝和单色釉，又有盆内天蓝色，盆外为变幻莫测的玫瑰紫窑变釉，器表还有惟
妙惟肖的“蚯蚓走泥纹”。
也有天蓝釉、天青釉，又有钧窑器中典型的“内青餐紫”色釉，内青（或天蓝）色，外部则为神奇美
妙的玫瑰紫、葡萄紫和丁香紫等窑变釉瓷，制作精美，堪称钧窑中的上乘之作。
　　钧官窑瓷除底部刻有汉字外，传世的分盆底部还有乾隆时加刻的楷书“重华宫”、“金昭玉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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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奁儿底部刻有“瀛台”、“虚舟用”和“养心殿”、“明窗用”以及“漱芳斋用”等字样。
　　中国早期生产的瓷器以铁为主要着色剂，经还原焰烧成，瓷器釉色大多呈青绿色。
在长期的摸索中，古人认识到，控制和排除胎釉中铁成分的干扰，可以烧制出白瓷。
反之，加重铁的含量，又可烧制出黑瓷。
大约在公元757年的北齐时期，窑工们已台瞄制瓷器胎、釉的含铁量，成功地烧成了白瓷，打破了中国
早期瓷器以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
此后，中国瓷业以青、白两种单色釉并存的单调格局又维持了很长时间。
西晋时陶瓷生产初步掌握了两色釉技术，开始出现点彩产品。
经过演变与发展，唐代烧制。
出了花釉瓷产品，尤其是盛唐时出现的斑驳灿烂的唐三彩，标志着陶瓷工艺最终突破了传统的单色釉
格局，拉开了陶瓷装饰向多彩化发展的序幕。
　　唐代花釉瓷器的窑变斑彩，为宋钧复杂的窑变工艺奠定了基础。
宋代钩瓷在唐花釉工艺的影响下，经过不断实践与创新，在釉料里添加氧化铜利用还原焰技术，终于
成功地烧制出绚丽多彩的窑变瓷。
　　宋代钧釉以釉层浑厚滋润，光亮匀净为特色，具有明快的流动感。
釉鱼以红、蓝为基调，熔融一体，形如流云，灿如晚霞，变幻莫测，古人称其为“窑变”。
　　宋钧窑变工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钧釉初尚天青或“色重而蓝”的天蓝，因在青料中加有铜质，经氧化、还原焰作用呈现红色，并与青
色相互融合，形成青中带红、红里泛紫、紫中藏青或红、蓝、紫相间，犹如玫瑰，又像海棠，或似晚
霞的瑰丽画面。
这种青、紫并重的基本色调，主要以官办性质的钧台窑为代表，具体表现为青蓝釉施于器内，红紫釉
施于器外，也有内外皆施青蓝釉的。
而且官钧的青蓝釉。
有别于北宋早期以神厘镇刘庄窑为代表的民窑天青釉那样纯粹而匀净，大都是在深蓝色背景上布满近
月白色汗珠状的流纹，少数烧得好的则遍布红紫色迂徊曲折的蚯蚓走泥纹，或在红紫色背景上遍布蓝
白色流纹。
这些特征正好与《陶雅》中“宋钧之紫，汗漫全体，晕成一片”及“内青外紫”的记载相吻合。
　　宋钧釉中的红色是由于还原铜的呈色作用，还含有一定数量的二氧化锡，而在天蓝釉、天青釉和
月白釉中氧化铜的含量较低。
宋钧的紫色釉斑，是在青蓝色釉上涂一层含有氧化铜的釉，在还原焰中煅烧，随着窑室温度的高低和
还原气氛的浓淡变化，使釉料中的铜、铁元素呈现 出不同的颜色。
变化之多，难以尽述，古人曾用“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千钧万变，
意境无穷”等词语形容钧瓷窑变色彩的丰富灵活、微妙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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